
欧亚经济 / ２０１９ 年第 ２ 期

中国西部地区与中东欧国家的投资合作

王雅梅

　 　 【内容提要】 　 新一轮西部大开发、“１６ ＋ １ 合作”和“一带一路”建设的

日益发展ꎬ为中国西部地区与中东欧国家的投资合作带来了良好的机遇和

条件ꎮ 作为相对落后的区域ꎬ中国西部地区和中东欧国家发展愿望强烈ꎬ双
边投资合作潜力巨大ꎮ 双方的投资合作不仅有助于缩小中国与欧盟内部的

区域发展差距ꎬ而且有助于促进中欧经贸关系ꎬ尤其是投资关系更全面、均
衡的发展ꎮ 中国西部地区应抓住机遇ꎬ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ꎬ积极

对接中东欧国家的发展战略ꎬ大力发展与中东欧国家的投资合作ꎮ
【关 键 词】 　 新一轮西部大开发 　 “１６ ＋ １ 合作” 　 “一带一路”

　 投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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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国西部地区与中东欧国家投资合作的动因

投资是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核心①ꎮ 积极有效地利用外资是经济欠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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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国家和地区实现赶超目标的有效途径ꎮ 作为相对落后的地区ꎬ中国西

部与中东欧国家的投资合作ꎬ源于各自发展的内在需求ꎬ合作潜力巨大ꎮ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ꎬ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

家经贸论坛”致辞中指出:世界上有南北差距ꎬ中国与欧洲都有东西部差

距ꎬ中东欧国家人均 ＧＤＰ 只有欧洲平均水平的 ４０％ ꎬ而中国西部发展水

平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也有很大差距ꎬ但差距就是潜力ꎮ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举行的第六次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的主题为“深化经贸金

融合作ꎬ促进互利共赢发展” ꎬ各方相信外国投资是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

的重要推动力ꎬ并同意致力于进一步为利益攸关方推动投资自由化和便

利化ꎮ
中国西部地区包括 １２ 个省、市、自治区ꎬ占国土总面积的 ７１ ４％ ꎬ２０１６

年年底人口为 ３ ７４１ ４ 亿ꎬ占全国总人口的 ２７ １％ ꎮ 西部地区资源丰富ꎬ劳
动力较为充足ꎬ市场潜力大ꎬ但也是中国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ꎮ “在经济全球

化的今天ꎬ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发展的差距ꎬ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开放的差距

和融入全球经济的差距ꎮ”①外商直接投资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快速发展

的一个重要引擎ꎮ 由于地理区位、资源禀赋、发展基础和政府政策等因素的

影响ꎬ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地域分布上呈现“东高西低”的非均衡特征ꎮ ２０００
年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ꎬ西部地区基础设施日益改善ꎬ外商直接投资开

始向西部地区倾斜ꎮ 随着综合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ꎬ西部地区成为中国经济

新的增长极ꎮ ２０１０ 年ꎬ基于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ꎬ中国

政府启动了新一轮西部大开发ꎮ 以大开放促大开发ꎬ成为新一轮西部大开发

的基本思路ꎬ外商直接投资成为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ꎮ ２０１７ 年四

川省实际利用外资 ５８６ 亿元人民币ꎬ比 ２０１６ 年增长 ５ ６％ ꎻ新批外商直接投

资企业 ５７９ 家ꎬ累计批准 １ １７０ １ 万家ꎻ截至 ２０１７ 年ꎬ在四川省落户的境外世

界 ５００ 强企业达 ２３５ 家ꎻ２０１７ 年四川省货物进出口总值为 ６８１ ２ 亿美元ꎬ增
长 ３８ ２％ ②ꎮ 根据四川省商务厅«四川省外商投资企业发展报告(２０１７)»ꎬ
２０１６ 年ꎬ四川省外商投资企业营业收入总额达 ５ １５９ 亿元人民币ꎬ同比增长

１１ ９％ ꎻ利润总额达 ２５６ ２ 亿元人民币ꎬ同比增长 ４３ ２％ ꎻ外商投资企业进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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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甘霜主编:«深入实施充分开放合作战略 　 加快建设西部内陆开放高地»ꎬ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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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额达 ３１２ 亿美元ꎬ同比增长 １６ ４％ ①ꎮ ２０１７ 年ꎬ陕西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２０３ 家ꎬ实际利用外资 ５８ ９４ 亿美元ꎬ增长 １７ ６％ ②ꎮ ２０１７ 年ꎬ青海省新批外

资项目 １４ 个ꎬ比 ２０１６ 年增加 ８ 个ꎻ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 １ ８００ 万美元ꎬ
增长 ２０％ ③ꎮ

尽管如此ꎬ中国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利用外资规模仍落后于

东部沿海地区ꎬ沿边的开放水平也落后于东部沿海地区ꎮ ２０１６ 年ꎬ西部地区

人均 ＧＤＰ 增速ꎬ除新疆(５ ３％ )④外ꎬ均高于全国人均 ＧＤＰ 增速(６ １％ )⑤ꎬ
但西部地区人均 ＧＤＰ 水平ꎬ除重庆外ꎬ其余省、自治区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ꎮ
西部地区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仍为全国最低(见表 １)ꎮ 在吸引外资和对

外投资方面ꎬ西部地区更是落后于东部沿海地区(见表 ２ 和表 ３)ꎮ 充分挖掘

西部地区的发展潜力ꎬ推进向西开放ꎬ大力吸引外商投资和发展对外投资ꎬ成
为加快西部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和经济增长、提升西部地区国际竞争力、实现

中国经济均衡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ꎮ

表 １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６ 年中国各地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单位:万元人民币)

组别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东部地区 ２ ３６５ ８４ ２ ５９５ ４０ ２ ８２２ ３３ ３ ０６５ ４７

中部地区 １ ５２６ ３９ １ ６８６ ７７ １ ８４４ ２１ ２ ０００ ６２

西部地区 １ ３９１ ９０ １ ５３７ ６１ １ ６８６ ８１ １ ８４０ ６８

东北地区 １ ７８９ ３１ １ ９６０ ４４ ２ １００ ８４ ２ ２３５ １５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１７)»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ａｚｅ ｏｒｇ / ２０１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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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２ 截至 ２０１５ 年年底中国各地区吸收外资情况

区域 企业数(万家) 比重(％ ) 实际利用外资金额
(万亿美元) 比重(％ )

东部地区 ７０ ０５８ ７ ８３ ７６ １ ３９９ １１９ ８５ １９
中部地区 ８ ７４４ ３ １０ ４６ ０ １３３ ８８５ ８ １５
西部地区 ４ ８３７ ４ ５ ７８ ０ １０９ ３１５ ６ ６６

总计 ８３ ６４０ ４ １００ ００ １ ６４２ ３１９ １００ ００
注:不包括银行、保险、证券领域数据ꎮ
资料来源:中国商务部:«中国外商投资报告(２０１６)»ꎬ第 ２１ 页ꎮ

表 ３　 　 截至 ２０１６ 年年底中国地方企业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存量

地区 存量(亿美元) 比重(％ )
东部地区 ４ ２３２ ９ ８０ ７
中部地区 ３５６ ０ ６ ８
西部地区 ４２８ １ ８ ２
东北三省 ２２３ ５ ４ ３

合计 ５ ２４０ ５ １００ ０
资料来源:中国商务部等:«２０１６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ꎬ中国统计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版ꎬ第 ２７ 页ꎮ

中东欧国家位于欧洲心脏地带ꎬ交通便利ꎬ拥有独特的地缘优势和发展

潜力ꎮ 中东欧 １６ 国总面积为 １３３ ６ 万平方公里ꎬ总人口为 １ ２３ 亿ꎮ 中东欧 １６
国的基本国情和发展水平差异较大ꎬ是欧洲发展相对落后的区域ꎬ新加入欧盟

的 １１ 个中东欧国家与老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差距较大ꎮ 按市场价格计算的人均

ＧＤＰꎬ中东欧 １６ 国均未达到欧盟 ２８ 国人均 ＧＤＰ 的平均水平ꎬ２００６ 年有 ７ 个国

家(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波黑、黑山、塞尔维亚和马其顿)不及欧盟

人均 ＧＤＰ 的一半①ꎻ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６ 年仍有 ６ 个国家不到欧盟人均 ＧＤＰ 的 ５０％
(见表 ４)ꎮ 因此ꎬ中东欧国家寻求外部投资发展经济的愿望强烈②ꎮ

表 ４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６ 年中东欧 １６ 国人均 ＧＤＰ(欧盟 ２８ 国 ＝１００)

国家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欧盟 ２８ 国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保加利亚 ４６ ４７ ４７ ４９

—１０１—

①
②

Ｋｅｙ Ｆｉｇｕｒｅｓ ｏｎ Ｅｕｒｏｐｅ ２０１７ Ｅｄｉｔｉｏｎꎬｐ ７９
王灏晨、李喆:«“一带一路”倡议下中东欧投资环境分析»ꎬ«宏观经济管理»２００８

年第 １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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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 ６７ ６８ ６８ ６７
波兰 ６７ ６７ ６８ ６８

罗马尼亚 ５４ ５５ ５６ ６８
爱沙尼亚 ７５ ７６ ７５ ７５
拉脱维亚 ６２ ６４ ６４ ６５
立陶宛 ７３ ７５ ７５ ７５

斯洛文尼亚 ８２ ８２ ８２ ８３
克罗地亚 ６０ ５９ ５９ ６０

捷克 ８４ ８６ ８７ ８８
斯洛伐克 ７７ ７７ ７７ ７７

黑山 ４１ ４１ ４２ ４５
马其顿 ３５ ３６ ３６ ３７

阿尔巴尼亚 ２９ ３０ ２９ ２９
塞尔维亚 ３８ ３７ ３６ ３７

波黑 ３２ ３１ ３１ ３２
资料来源:Ｅｕｒｏｓｔａｔꎬｈｔｔｐ: / / ｅｐｐ ｃｕｒｏｓｔａｔ ｅｃ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相对于西欧国家ꎬ中东欧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基础设施落后ꎬ但从另

一个角度来讲ꎬ其发展潜力也较大ꎮ “过去 ２０ 年来ꎬ外国直接投资已经成为

中东欧地区最常见的资本输入方式ꎬ在刺激经济增长、提高生产力和就业率

方面起到推动作用ꎮ 因此ꎬ吸引外国投资、加快经济自由化已经成为中东欧

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ꎮ”①中东欧国家的外资主要来源于欧盟ꎮ
２００９ 年欧债危机爆发后ꎬ中东欧国家普遍采取“向东开放”的政策ꎬ开始积极

吸引欧盟以外国家的直接投资ꎮ 例如ꎬ２０１２ 年 ３ 月ꎬ为扩大和深化与中国的

经贸往来、吸引中国投资以及扩大两国企业间合作ꎬ波兰政府启动了“走向中

国”项目ꎮ 中东欧国家人力资源素质较高ꎬ而人力成本大大低于西欧发达国

家ꎬ同时企业税率相对较低ꎬ这些都是中东欧国家吸引外资的有利因素ꎮ 在

世界银行发布的«２０１８ 年营商环境报告»中ꎬ马其顿(第 １１ 名)、爱沙尼亚(第
１２ 名)、立陶宛(第 １６ 名)和拉脱维亚(第 １９ 名)都进入了全球营商环境排名

的前 ２０ 名ꎮ 作为新兴市场ꎬ中东欧地区表现出比传统的欧洲核心地区更为

强劲的经济活力和发展潜力②ꎮ 近年来ꎬ绝大多数中东欧国家的经济增速都高

于欧盟 ２８ 国的平均增速(见表 ５)ꎮ

—２０１—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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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ＰＭＧ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ｎｄ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Ｌｔｄꎬｐ ７

龙静:«“一带一路”倡议在中东欧地区的机遇和挑战»ꎬ«国际观察»２０１６ 年第 ３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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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７ 年中东欧 １６ 国实际 ＧＤＰ 增长率(％)

国家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

欧盟 ２８ 国 ０ ３ １ ８ ２ ３ ２ ０ ２ ４
捷克 ０ ５ ２ ７ ５ ３ ２ ６ ４ ３

爱沙尼亚 １ ９ ２ ９ １ ７ ２ １ ４ ９
克罗地亚 ０ ６ ０ １ ２ ３ ３ ２ ２ ８
拉脱维亚 ２ ４ １ ９ ３ ０ ２ ２ ４ ５
立陶宛 ３ ５ ３ ５ ２ ０ ２ ３ ３ ８
匈牙利 ２ １ ４ ２ ３ ４ ２ ２ ４ ０
波兰 １ ４ ３ ３ ３ ８ ２ ９ ４ ６

罗马尼亚 ３ ５ ３ １ ４ ０ ４ ８(ｐ) ７ ０(ｐ)
斯洛文尼亚 － １ １ ３ ０ ２ ３ ３ １ ５ ０
斯洛伐克 １ ５ ２ ８ ３ ９ ３ ３ ３ ４

黑山 ３ ５ １ ８ ３ ４ ２ ９ —
马其顿 ２ ９ ３ ６ ３ ９ ２ ９(ｐ) ０(ｅ)

阿尔巴尼亚 １ ０ １ ８ ２ ２(ｐ) ３ ４(ｐ) —
塞尔维亚 ２ ６ － １ ８ ０ ８ ２ ８ １ ９(ｐ)

波黑 ２ ２ １ ３ ３ １ ３ ３ —
注:ｐ 表示临时性数据ꎬｅ 表示估计值ꎮ
资料来源:同表 ４ꎮ

作为中国新的经济增长极ꎬ西部地区有着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巨大的增长

潜力ꎬ对外资的吸引力日益增强ꎮ 作为新兴经济体ꎬ中东欧国家经济发展空

间广阔ꎬ在基础设施建设、制造业发展等方面有很强的需求ꎮ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在

成都举行的第九届中国—欧洲投资贸易科技合作洽谈会重要活动之一就是

“中国西部与中东欧合作主题论坛”ꎻ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９ 日在成都召开了中国西

部—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圆桌会议ꎮ 波兰、捷克先后在成都设立总领事馆ꎬ
匈牙利在重庆设立了总领事馆ꎮ 中国西部地区也在积极发展与中东欧国家

省市的交流合作关系ꎬ如重庆梁平区与阿尔巴尼亚主要港口城市都拉斯市成

为合作伙伴ꎬ甘肃省先后与匈牙利绍莫吉州、罗马尼亚阿尔巴县建立友好省

州关系ꎬ兰州市与塞尔维亚莱茨克瓦斯市建立了友好城市关系ꎬ四川省与捷

克中捷克州建立了友好省州关系ꎮ
加强中国西部地区与中东欧国家的投资合作ꎬ有助于发挥西部地区的后

发优势和比较优势ꎬ提升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水平和国际竞争力ꎬ缩小与东

部地区的发展差距ꎬ同时有助于加快中东欧国家自身的发展ꎬ弥补东西欧的

经济差距ꎬ促进欧洲一体化的平衡和协调发展ꎮ
—３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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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国西部地区与中东欧国家投资合作的现状

中欧关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ꎬ而经贸合作一直是双边关系发展的重要基

石ꎮ 近年来ꎬ中欧一直在积极推进双边经贸合作ꎬ中国对欧洲直接投资更是

快速增长ꎮ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中欧共同制定的«中欧合作 ２０２０ 战略规划»指出:
中欧经贸关系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最具活力的经贸关系之一ꎬ双向贸易和投

资成为促进中欧各自经济发展和创新的主要动力ꎮ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中欧投资协

定谈判启动ꎬ该协定签署后将取代中国与欧盟成员国现有的双边投资协定ꎬ
为中欧双方的投资者创造一个稳定、透明和可预见的营商环境ꎮ 近年来ꎬ欧
盟一直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ꎬ而中国是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ꎮ 据中国商务

部数据ꎬ２０１７ 年ꎬ中国对欧盟货物出口额为 ３ ７２０ ４ 亿美元ꎬ占中国出口总额

的 １６ ４％ ꎬ自欧盟的货物进口额为 ２ ４４８ ７ 亿美元ꎬ占中国进口总额的

１３ ３％ ꎮ 根据欧盟官方的统计(不包括中国香港)ꎬ２０１６ 年ꎬ欧盟对中国货物

出口额占其出口总额的 ９ ７％ ꎬ自中国货物进口额占其进口总额的 ２０ ２％ ①ꎮ
但相比中欧贸易ꎬ中欧相互投资水平一直较低ꎬ投资合作远未达到两大经济

体本应有的规模ꎮ 中欧经济关系的发展ꎬ迫切需要从贸易为主导向“投资 ＋
贸易”双轮驱动的模式转型升级②ꎮ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投资合作更是亟待

发展ꎬ更不用说中国西部地区与中东欧国家的相互投资了ꎮ
改革开放 ４０ 年来ꎬ外商投资已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经济的快

速发展和投资环境的不断完善ꎬ使中国日益成为欧盟企业具有战略意义的市

场ꎮ 欧盟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就业和出口等都产生了积极影

响ꎬ但欧盟对华直接投资占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一直较低ꎮ 根据商务部

统计ꎬ２０１６ 年和 ２０１７ 年ꎬ欧盟 ２８ 国对华直接投资额分别为 ９６ ６ 亿美元和 ８７ ９
亿美元ꎬ占比为 ７ ６７％和 ６ ７％ꎮ 根据欧盟官方统计ꎬ截至 ２０１５ 年年底ꎬ欧盟

２８ 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６ ８９１ ６ 万亿欧元ꎬ其中对美国的投资存量为２ ５５９ ８
万亿欧元ꎬ占 ３７ １％ꎬ对中国的投资存量为 １ ６７９ 亿欧元ꎬ占 ２ ４％③ꎮ

欧盟在华直接投资的地域分布也不均衡ꎬ主要集中在中国东部沿海地

区ꎬ同时欧盟国家在华直接投资规模相差较大ꎬ对华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德

—４０１—

①
②
③

Ｋｅｙ Ｆｉｇｕｒｅｓ ｏｎ Ｅｕｒｏｐｅ － ２０１７ Ｅｄｉｔｉｏｎꎬｐ ９５
陈建:«投资将成中欧合作新引擎»ꎬ«经济日报»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０ 日ꎮ
同①ꎬｐ 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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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英国、法国、卢森堡、荷兰等经济实力较强的成员国(见表 ６)ꎮ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６ 年ꎬ中东欧 １６ 国对华直接投资占欧洲对华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分别约

为 １ ８４％和 ０ ５５％ (见表 ６)ꎮ 从中国西部地区看ꎬ２０１５ 年ꎬ前五位投资来源

地在西部地区投资的项目数和实际投资金额合计占西部地区外资总量的

５８ ８７％和 ９１ ０３％ ꎬ香港在西部地区投资最多ꎬ其次是新加坡、韩国、英属维

尔京群岛和瑞典ꎮ 对此有学者指出:“东部省份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驱地

区ꎬ欧美发达国家的公司在这些地区占据了有利位置ꎬ但西部省份国际竞争

相对较弱ꎬ后发优势较强ꎬ中东欧国家可以有所作为ꎮ”①

表 ６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６ 年德国、英国、法国、卢森堡、荷兰和中东欧

１６ 国对华直接投资情况

国家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投资金额
(亿美元)

占欧洲对华直接
投资的比重(％ )

投资金额
(亿美元)

占欧洲对华直接
投资的比重(％ )

欧洲 ６８ ９７０ ５ １００ ００ ９４ ３４３ ９ １００ ００

欧盟 ２８ 国 ６７ ２９７ ５ ９７ ５７ ９３ ４５２ ５ ９９ ０６

德国 １５ ５６３ ６ ２２ ５７ ２７ １０４ ６ ２８ ７３

法国 １２ ２３９ ０ １７ ７５ ８ ６９７ ５ ９ ２２

英国 ４ ９６４ ８ ７ ２０ １３ ５３６ ８ １４ ３５

卢森堡 ６ ３０１ １ ９ １４ １３ ８６３ ５ １４ ６９

荷兰 ７ ５１７ ９ １０ ９０ ５ ５５８ ６ ５ ８９

中东欧 １６ 国 １ ２６９ ８ １ ８４ ０ ５１５ ９ ０ ５５

资料来源:同表 １ꎬ比重由相关数据计算而得ꎮ

２０００ 年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来ꎬ中国对外投资日益增长ꎬ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

危机爆发后ꎬ欧洲成为中国企业重要的投资目的地ꎬ中国对欧盟的直接投资成

为拉动双边经贸合作的新领域ꎮ 根据商务部的统计ꎬ截至 ２０１６ 年年底ꎬ中国共

在欧盟设立直接投资企业 ２ ７００ 多家ꎬ已覆盖欧盟 ２８ 个成员国ꎬ雇用外方员工

１３ ３７ 万ꎮ 不过ꎬ与中国吸收外资类似ꎬ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区域也是亚

洲ꎮ 截至 ２０１６ 年年底ꎬ中国对亚洲的直接投资存量为 ９ ０９４ ５ 亿美元ꎬ占中国

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总额的 ６７％ꎻ对欧洲的直接投资存量为 ８７２ 亿美元ꎬ占比

６ ４％ꎬ其中欧盟为 ６９８ ３７ 亿美元ꎬ占比 ５ １％ꎬ并且主要分布在荷兰、英国、卢

—５０１—
① 郑东超:«中东欧智库的“一带一路”观»ꎬ«中国投资»２０１７ 年第 ７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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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堡、德国、法国、瑞典和意大利等国家ꎮ 根据欧盟官方的统计ꎬ截至 ２０１５ 年年

底ꎬ欧盟 ２８ 国吸收的来自欧盟以外的直接投资存量为 ５ ７４４ ９ 万亿欧元ꎬ其中

美国２ ３８０ ９ 万亿欧元ꎬ占４１ ４％ꎬ中国３４９ 亿欧元ꎬ占０ ６％①ꎮ 从中国对中东

欧国家的直接投资来看ꎬ截至 ２０１５ 年年底ꎬ中国对中东欧 １６ 国直接投资共

计 １９ ７６７ ５ 亿美元ꎬ占同期中国对欧洲直接投资的 ２ ３６％ (见表 ７)ꎮ

表 ７ 截至 ２０１５ 年年底中国对 １６ 个中东欧国家直接投资存量 (单位:亿美元)

国家(地区) ２０１５ 年

欧洲 ８３６ ７８９ ７

阿尔巴尼亚 ０ ０６９ ５

爱沙尼亚 ０ ０３５ ０

保加利亚 ２ ３５９ ７

波黑 ０ ０７７ ５

波兰 ３ ５２１ １

黑山 ０ ００３ ２

捷克 ２ ２４３ １

克罗地亚 ０ １１８ ２

拉脱维亚 ０ ００９ ４

立陶宛 ０ １２４ ８

罗马尼亚 ３ ６４８ ０

马其顿 ０ ０２１ １

塞尔维亚 ０ ４９７ ９

斯洛伐克 １ ２７７ ９

斯洛文尼亚 ０ ０５０ ０

匈牙利 ５ ７１１ １

中东欧 １６ 国共计 １９ ７６７ ５

占中国对欧洲直接投资的比重(％ ) ２ ３６

资料来源:ｈｔｔｐ: / / ｉｍｇ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ｆｄｉ ｇｏｖ ｃｎ / ２１ / １８００００００１２１ / Ｆｉｌｅ / ２０１７０３ / ２０１７０３０３０９２４
５０２４８３５８９ ｐｄｆꎬ比重由相关数据计算而得ꎮ

有欧洲学者认为ꎬ尽管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迅速扩大ꎬ而且中国领导人有

充分挖掘目前中国与中东欧经贸合作潜力的政治意愿ꎬ但中东欧在中国对外

—６０１—
① Ｋｅｙ Ｆｉｇｕｒｅｓ ｏｎ Ｅｕｒｏｐｅ － ２０１７ Ｅｄｉｔｉｏｎꎬｐ ９１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и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 中东欧

直接投资中所占的份额与西欧相比仍然是非常少的ꎬ中国在中东欧的投资仍

然遭遇许多障碍①ꎮ
“与欧洲其他地区相比ꎬ中东欧地区包括罗马尼亚没能成功地吸引中国

大公司的大型投资项目”②ꎮ 不仅如此ꎬ“近年来投资的增长主要是来自最发

达的东部沿海省份的由私人公司和金融机构推动的投资者”③ꎮ 从中国境外

非金融类企业的隶属情况看ꎬ中央企业和单位占 １２％ ꎬ地方企业占 ８８％ ꎬ其
中广东、浙江、江苏、上海、北京、山东、辽宁、福建、湖南和天津列地方境外企

业数量的前 １０ 位ꎬ合计占境外企业总数的 ７０ ２％ ꎻ四川省排在第 １２ 位ꎬ占中

国境外企业总数的 １ ６７％ ꎮ 以重庆为例ꎬ２０１６ 年重庆市对外实际投资 １８ １
亿美元ꎬ 同 比 增 长 ７０ ５％ ꎬ 投 资 的 区 域 分 布 是: 香 港 ( ５０ ３％ )、 美 国

(２２ ８％ )、 澳 门 ( ５ ７％ )、 贝 宁 ( ４ ５％ )、 坦 桑 尼 亚 ( ３ ６％ ) 和 东 帝 汶

(２ ２％ )ꎬ其他国家(地区)分别是荷兰、泰国、加拿大、毛里求斯、肯尼亚、利
比里亚、老挝、乌干达和俄罗斯等ꎮ 对此ꎬ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ꎬ要优化区域

开放布局ꎬ加大西部开放力度ꎬ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ꎮ
“迅猛增长的双边贸易ꎬ无疑是中欧经贸关系的基石ꎮ 投资和技术合作

也日渐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④ꎮ 中国西部地区与中东欧国家的投资合作ꎬ
不仅有助于扩大中欧双边投资规模ꎬ也有助于改善相互投资在投资来源地和投

资区域分布上的不平衡ꎬ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的深化和更全面、均衡的发展ꎮ

三　 中国西部地区与中东欧国家投资合作的基础条件

(一)“１６ ＋１ 合作”为中国西部地区与中东欧国家的投资合作提供了有

利平台

在中欧经贸关系日益发展的背景下ꎬ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建立了“１６ ＋ １

—７０１—

①

②

③

④

萨尔米扎彭恰、尤利亚莫妮卡奥埃赫列亚 － 欣卡伊:«中国投资试水中东

欧国家———以罗马尼亚为例»ꎬ«欧亚经济»２０１４ 年第 ５ 期ꎮ
萨尔米扎彭恰、尤利娅莫妮卡厄勒 － 欣卡伊:«罗马尼亚———中国与中东

欧关系的战略伙伴»ꎬ«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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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ｏｒ ａ Ｎｅｗ Ｅ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ꎬＡ Ｒｅｐｏｒｔ ｂｙ ｔｈｅ Ｍｅｒｃａｔｏ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ｎｄ Ｒｈｏ￣
ｄｉｕｍ ＧｒｏｕｐꎬＪｕｎｅ ２０１５ꎬｐ ５

田帆:«中欧经贸关系取得长足发展»ꎬ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０４ －
１２ / ０８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３０７８６７ ｈｔｍ



欧亚经济 / ２０１９ 年第 ２ 期

合作”机制ꎬ加强了双边的经贸往来ꎮ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ꎬ李克强总理在“第
三届中国—中东欧经贸论坛”上的致辞中提出积极扩大企业双向投资ꎬ并表

示中方愿与中东欧国家共同努力ꎬ在市场准入、居留签证、劳务许可等方面为

对方企业提供更多便利ꎬ为企业相互投资、开拓创新创造良好条件①ꎮ ２０１４
年被确定为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投资经贸促进年ꎮ ２０１３ 年在布拉格设立

的中国投资论坛ꎬ后被列入 «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布加勒斯特纲要»
“１６ ＋ １合作”项目ꎬ成为中国—中东欧合作的重要平台ꎮ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９ 日在

宁波举行的“中国—中东欧国家投资合作洽谈会”旨在帮助中国企业有针对

性地了解中东欧国家有关行业的发展潜力、市场情况、优惠政策与合作机遇ꎮ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ꎬ中国—中东欧国家投资促进机构联系机制正式建立ꎮ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９ 日中国商务部与捷克工业和贸易部签署了«关于工业园区合作的谅解

备忘录»ꎮ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６ 日ꎬ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拉脱维亚、立陶

宛、保加利亚和克罗地亚四国有关部门签署了«关于开展港口和临港产业园

区合作的谅解备忘录»ꎮ 与此同时ꎬ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之间的互联互通也日

益发展ꎮ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之间新开通了 ６ 条直航航线ꎬ其中包括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四川航空公司开通的成都至布拉格的定期直航航班ꎮ 根据中国铁路总公

司网站公布的数据ꎬ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１５ 日ꎬ中欧班列累计开行 ７ ８９１ 列ꎮ 中

欧班列已连接的中东欧国家包括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拉脱维亚和

立陶宛等ꎮ 在金融领域ꎬ匈牙利和波兰两国加入了“亚投行”ꎬ中国已与匈牙

利、阿尔巴尼亚和塞尔维亚签署本币互换协议ꎬ多家中资银行在中东欧国家

设立分行或代表处ꎮ 中国工商银行在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设立了中国—中东欧金

融控股公司ꎮ 中国—中东欧投资合作基金二期已完成设立ꎬ募集资金 １０ 亿

美元ꎮ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中国—中东欧银联体正式成立ꎮ 目前ꎬ在“１６ ＋ １
合作”框架内已建立领导人会晤机制及政策协调、经贸、文化、教育、交通、农
业、科技、旅游、地方和智库等领域的合作平台ꎮ 基础设施建设成为中国与中

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的亮点ꎬ中国企业承建的贝尔格莱德跨多瑙河大桥、波黑

斯坦纳里火电站、波兰弗罗茨瓦夫城市防洪设施等标志性项目先后完成ꎮ
“１６ ＋ １ 合作”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地方合作ꎮ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 ~ ４ 日在重

庆召开的首次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使“以经贸合作为方式、以
地方合作为平台”的“１６ ＋ １ 合作”进一步具体化ꎬ中东欧国家代表在会上表

—８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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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ꎬ非常期待中国的机构和企业加大对该地区的投资力度ꎬ在基础设施、能源

和高新技术产业等方面展开更加紧密的合作ꎮ 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

人会议旨在协助双方的地方省市建立起直接合作的渠道ꎬ为相互合作牵线搭

桥ꎬ促进相互投资与贸易ꎮ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８ 日在布拉格举行的中国—中东欧

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暨“中国投资论坛”的分论坛———“中国西部地区的发

展及其与中东欧国家的合作”ꎬ与会者希望西部大开发能与中东欧产业优势

相结合ꎬ挖掘新的增长点和投资合作机会ꎮ
近年来ꎬ中国西部地区与中东欧国家已开展了一系列务实的经贸合作ꎮ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四川长虹欧洲电器有限公司在捷克的宁布尔克正式投产ꎬ这是“长
虹”在欧洲最大的投资项目ꎬ也是中国家电企业在欧洲自主投资的第一个海外

生产基地ꎻ２０１２ 年 １ 月广西柳工股份有限公司斥资 ３ ３５ 亿元人民币并购波兰

工程机械企业“ＨＳＷ”的工程机械事业部ꎻ２０１２ 年 ６ 月四川东方电气集团与塞

尔维亚“ＥＦＴ”集团签订了建设波黑的斯坦纳里 ３０ 万千瓦燃煤电站项目承包合

同ꎻ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四川路桥集团与塞尔维亚“ＶＮＧ”公司所组成的联合体成功中

标挪威 Ｅ６ 哈罗格兰德跨海大桥项目ꎻ２０１４ 年 ３ 月捷克通用航空产业携手凯乐

公司落户成都ꎻ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８ 日四川自贡通航机场发展有限公司与捷克伊赫

拉瓦飞机制造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协议ꎬ捷克轻型飞机制造项目落户自贡ꎻ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６ 日在中国与中东欧国家首脑里加峰会上签署了«中国四川省中医药

管理局与黑山尼克希奇市政府关于中草药种植及加工的合作备忘录»ꎮ
«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布达佩斯纲要»将 ２０１８ 年确定为地方合作年ꎬ

鼓励中国和中东欧国家地方政府与地方企业继续开展直接合作ꎬ积极出席对

方举办的国际会议和博览会等活动ꎮ 加强中国西部地区与中东欧国家的投

资合作ꎬ可谓恰逢其时ꎮ
(二)“一带一路”建设为中国西部地区与中东欧国家的投资合作带来前

所未有的机遇

党的十九大报告已明确将“一带一路”定位为中国推进新一轮改革开放

的重要平台ꎮ “引进来”和“走出去”是“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重要内容ꎬ加
快投资便利化进程、消除投资壁垒是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的重点

领域之一ꎮ 根据商务部数据ꎬ２０１７ 年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 ５９ 个国家

非金融类直接投资 １４３ ６ 亿美元ꎬ“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华实际投入外资

５５ ６ 亿美元ꎻ２０１８ 年 １ ~ ２ 月ꎬ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 ５０ 个国家直接投

资 ２２ ８ 亿美元ꎬ“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华实际投入外资 １２ 亿美元ꎮ
早在 ２ ０００ 多年前ꎬ“丝绸之路”就已连通中国和中东欧ꎬ而中国西部地

—９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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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是古代陆上“丝绸之路”的起点ꎮ 西部地区处于“一带一路”的重要区域ꎬ
区位优势明显ꎬ市场潜力巨大ꎮ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ꎬ西部地区已成

为中国对外开放的新前沿ꎬ成都、重庆、西安、昆明等内陆型经济开放高地日

益崛起ꎮ 从西部地区开出的“蓉欧快铁”、“渝新欧”、“西新欧”等中欧班列ꎬ
将中国西部地区与欧洲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ꎬ为西部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和

发展与中东欧国家的经贸合作带来了便捷的条件和广阔的前景ꎮ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ꎬ欧洲 ２６ 国的 ２８ 名外交官来华考察“一带一路”重点省份四川和宁夏ꎬ深
入探讨中欧合作的机遇与前景ꎮ 中东欧 １６ 国全部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ꎬ
在 ６０ 多个沿线国家中占 １ / ４ꎮ 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底ꎬ中国已完成与中东欧 １６
国“一带一路”合作协议的签署ꎮ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９ 日ꎬ在第十七次中国与欧盟

领导人的会晤中ꎬ双方决定对接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和欧洲投资计划ꎬ同意

建立中欧共同投资基金和中欧互联互通平台ꎮ 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与“容
克计划”对接ꎬ中国企业将逐步了解欧盟的投融资规则和法律ꎬ积累在欧洲市

场的投资经验ꎬ从而进一步促进中欧双边投资关系的发展①ꎮ 中国政府致力

于构建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格局ꎬ强调要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战略

的对接ꎬ深度挖掘合作机会和潜能ꎮ 国务院在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７ 日发布的«关
于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若干措施的通知»中提出ꎬ扩大中西部地区、东
北地区鼓励外商投资产业范围ꎬ对符合条件的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外商投资

企业实行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ꎮ
中国西部地区在“引进来”方面发展较快ꎬ但在“走出去”方面仍处于起

步阶段ꎬ亟待发展和提升ꎮ 以新疆为例ꎬ新疆对外投资总体存量不大ꎬ投资国

别主要集中在周边国家ꎬ特别是中亚国家ꎬ约占 ７０％左右ꎻ新疆投资主体实力

不强ꎬ国际竞争力较弱ꎬ跨国经营管理人才缺乏ꎬ“走出去”龙头企业较少②ꎮ
中国政府支持有能力、有条件的企业按照商业原则和国际惯例开展对外投资合

作ꎬ与东道国(地区)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ꎮ “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ꎬ为中

国西部企业“走出去”和开展与中东欧国家的投资合作带来了有利的条件ꎮ

四　 结 语

中国西部地区和中东欧国家有很强的发展愿望ꎬ且投资合作的空间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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阔ꎮ 重庆的电子信息产业、汽车制造工业ꎬ陕西的航空、航天、软件、生物和新

材料ꎬ四川的装备制造业、电子信息产业、高档家用电器制造ꎬ云南的生物产

业、能源产业、重化工业和以旅游文化为主的现代服务业ꎬ贵州的能源产业、
矿产资源开发和生物资源开发ꎬ甘肃的特色农业ꎬ西藏的藏医藏药、矿业、绿
色饮料业、特色农畜产品加工ꎬ广西的特色农产品加工、特色矿产加工ꎬ内蒙

古的能源、化工和绿色农畜产品加工ꎬ新疆的特色林果业、葡萄酒产业、装备

制造业等都具有显著优势ꎮ
中东欧国家的汽车制造业、发电设备、采煤技术和设备、飞机制造技术、

船舶制造技术、生物技术、制药、农产品生产和加工、葡萄酒酿造等许多行业

都具有良好的基础ꎬ但其轻工、家电产品竞争力不强ꎬ大部分轻工、家电产品

依赖进口ꎮ
中国西部地区和中东欧国家的旅游资源都非常丰富ꎮ 因此ꎬ中国西部地

区和中东欧国家在基础设施、农业与食品加工、通信设备及通信服务、清洁能

源、家用电器、汽车、生物与化工、制药、旅游等多个领域开展投资合作的前景

非常广阔ꎮ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ꎬ在中国西部与中东欧合作主题论坛上ꎬ捷克

工业和贸易部副部长弗拉迪米尔巴尔特表示ꎬ捷克在生物制药、新能源、现
代农业、环保等方面有很多创新经验可以共享ꎬ这些方面的先进技术都已非

常成功地应用到了中国ꎬ此次还将与成都加强通用航空领域的合作ꎬ吸引中

国西部更多的潜在市场①ꎮ
中国西部地区应充分利用国家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的优惠政策和“１６ ＋ １

合作”与“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良好机遇ꎬ不断提升政府的服务水平和完善

基础设施ꎬ创造更加开放、更加优化的营商环境ꎬ同时充分发挥“西博会”、欧
盟项目创新中心(成都)、欧洲企业网(ＥＥＮ)中国西部中心、欧盟研究与创新

中心“ＥＮＲＩＣＨ”中国西部中心等国际合作平台和西部的国家级开发区、边境

经济合作区、自由贸易试验区的作用ꎬ采取有效措施帮助中欧企业了解彼此

的语言文化、经济发展、市场需求和法律法规ꎬ加强与中东欧国家发展战略对

接ꎬ努力挖掘双方合作的机会ꎬ在积极吸引中东欧国家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

的同时ꎬ大力帮助西部地区企业“走出去”ꎬ到中东欧国家开展投资经营ꎬ在互

利互惠的合作中实现共赢和共同发展ꎮ
(责任编辑:李丹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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